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大峡水电站机组增容技术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22年 7月 25日，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在兰州市组织召开国投甘

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大峡水电站机组增容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并成立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一国投甘肃小三峡

发电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一甘肃安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甘

肃领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 5位特邀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调查单位对项目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的汇报、项目验收

调查报告的介绍，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评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经过认真讨论，提出

验收工作组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和榆中县交界处的水川镇境内。原有工程装机总容量

324.5MW，其中 0#机组单机容量为 24.5MW，1#~4#机组单机容量均为 75MW，

本次扩容改造仅改造 1#~4#机组，改造后大峡水电站装机总容量为 384.5MW，

1#~4#机组单机容量为 90MW。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 12月 16日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出具《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大峡水电站机组增容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甘环审发〔2019〕

37号），对项目予以批复。

项目于 2018年 11月 20日开工建设，前期主要为施工准备阶段（可研、设

计及主设备设计制造等），之后 4 台机组陆续进行拆卸施工，项目于 2022 年 05

月 26日建成运行。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19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34.3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

资的比例为 0.69%。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工程范围和调查范围与原环评一致。

二、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资料调研和现场调查，存在的变动情况如下：

（1）发电机型号由环评阶段 SF90-68/11350变动为 SF90-68/11400，转轮直

径的 7m变动为 7.06m。

（2）额定流量由环评阶段的 403.1m3/s变动为 402.3m3/s。

（3）额定效率由环评阶段的 92.9%变动为不低于 93.25％，最高效率由环评

阶段的 94.5%变动为不低于 94.57％。

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号）中《水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判定本项目变动情

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水环境

项目施工期厂房内洒落的水油未用水进行冲洗，采用抹布吸干、擦除地面水

油；粘有水油的抹布未随意丢弃，采用专用容器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厂区危废暂存

间，定期由有资质单位（甘肃银泰化工有限公司）处置，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水电站建设两套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水电站办公区生活污水和生活

区生活污水分别经各自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18920-2020）中表 1城市绿化标准限值后，暂存于中水回用池，

平时用于绿化，冬季用于地面冲洗，未排入黄河，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2、水生生态环境

（1）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过程中严格管理，石油类污染物未进入黄河水体，收集的废油、含油抹

布等危险废物采用专用容器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厂区危废暂存间，定期由有资质单

位（甘肃银泰化工有限公司）处置，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2）噪声防治措施

施工期进行科学管理和文明施工，夜间未进行施工，同时施工期采用了低噪

声设备，做好了施工机械的保养和维护，设备运行良好，有效控制了噪声对环境

的影响。



（3）繁殖期与运行期的避让措施

项目施工期合理调整施工进度和施工期，高噪声未在主要保护鱼类的繁殖期

（5月 1日至 6月 20 日）进行施工。施工期采取低噪音机械降低了施工噪声，

尽可能降低了噪声污染对鱼类栖息等产生的影响。

（4）渔业资源调查监测措施

项目施工前期 2020年已委托甘肃省水产研究所编制《黄河大峡水电站工程

对水生生物影响评价》，本次验收阶段委托甘肃省水产研究所进行水生生物调查，

并编制《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大峡水电站机组增容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水生生物调查报告》，重点调查监测主要保护对象和鱼类种类、种群

结构、优势种群、优势度、区系组成和水生生物资源的变动状态，监测措施落实

到位。

（5）监督管理措施

项目施工期间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监督，同时建设单位严格管理，严禁

施工人员捕捞和破坏天然渔业资源。

（6）加强宣传措施

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加强了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力度，定期开展

了保护生态环境和鱼类的专题宣传教育活动及渔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了

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保护生态环境和鱼类的意识，自觉贯彻执行渔业法律法规。

在大峡水电站大坝上游左岸制作了保护鱼类的宣传匾 1座。

（7）开展增殖放流措施

为补偿项目建设对河段鱼类的不利影响，建设单位从 2010年开始，在大峡

水电站下游（即乌金峡水电站上游）开始第一批增殖放流，之后每年 7 月底~8

月中旬放流 1次。

（8）其他保护措施

1）建设单位确保了水生生物保护的各项经费特别是鱼类种质资源交流和水

生生物监测的各项经费按时足额到位。

2）项目运营期未引进外来物种进行种质资源交流，控制了外来物种对土著

鱼类的影响，确保了黄河土著鱼类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维护黄河的水生生

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



3）大峡水电站为日调节水库，以发电为主，厂房型式为河床式。项目入库

流量主要取决于上游电站的出库流量，运行期间均有流量下泄，不会造成下游断

流，满足最小下泄流量 300m3/s 要求，当水库水位低于死水位时，来水小于

300m3/s，则按来多少水量放多少水量，可以确保维持鱼类正常生存、栖息和生

长的下泄水量，为水生生物提供最基本的摄食、栖息、繁殖、越冬的环境，确保

鱼类越冬和繁殖不受影响。

3、最小下泄流量保证措施

大峡水电站为日调节水库，以发电为主，厂房型式为河床式。项目入库流量

主要取决于上游电站的出库流量，运行期间均有流量下泄，不会造成下游断流，

满足最小下泄流量 300m3/s要求，当水库水位低于死水位时，来水小于 300m3/s，

则按来多少水量放多少水量，可以保证最小下泄生态流量。

4、大气环境

（1）施工期选用尾气排放符合国家相应标准的运输车进行厂内设备运输；

（2）施工期合理安排运输车辆，避免了在局部区域车辆集中运行。

5、声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严格管理，加强工作人员教育，减少了人为噪声产生；

（2）在主要路口设置了禁止鸣笛标志牌。

6、固体废物治理措施

（1）设置专用设备容器对机组拆卸过程产生的冷却油、润滑油进行了收集，

对收集的冷却油、润滑油等危险废物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 GB18597-2001)中的要求贮存在厂区危废暂存间内，并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甘

肃银泰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2）建立了施工期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的管理制度，建立危废台账，并对

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7、水源地保护措施

（1）根据实际调查，大峡水电站水库不进行清淤，而是在满足水量、电力、

流量等各方面条件要求后，黄河干流所有电站在黄委会水调局批准后进行联合拉

沙，拉沙前会提前告知下游水源地做好蓄水等应急措施，有效保障下游饮用水安

全。大峡水电站也会成立专门的防汛组织机构，提前制定防汛措施计划和水库运



行控制计划，并通知各部门提前做好相应检修、巡视及检查工作。

（2）枢纽库区有专人负责巡逻监督管理，定期打捞库区水面漂浮物，确保

库区水质干净。

（3）建设单位加强安全管理及保护范围的管理，禁止开展畜禽养殖。

大峡电站运行至今，未发生过污染下游水源地事故；在上游来水流量保证的

前提下，也未发生过因电站的运行导致下游水源地无法取水的情况，水源地保护

措施可行有效。

8、“以新代老”措施

（1）经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加强了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

力度，定期开展了保护生态环境和鱼类的专题宣传教育活动及渔业法律法规的宣

传力度，提高了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保护生态环境和鱼类的意识，自觉贯彻执行

渔业法律法规。在大峡水电站大坝上游左岸制作了保护鱼类的宣传匾1 座。

（2）项目施工前期 2020年已委托甘肃省水产研究所编制《黄河大峡水电站

工程对水生生物影响评价》，本次验收阶段委托甘肃省水产研究所调查进行水生

生物调查，并编制《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大峡水电站机组增容技术改造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水生生物调查报告》，重点调查监测主要保护对象和鱼类

种类、种群结构、优势种群、优势度、区系组成和水生生物资源的变动状态，监

测措施落实到位。

（3）经调查，水电站办公区生活污水和生活区生活污水分别经各自的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

中表1城市绿化标准限值后，暂存于中水回用池，平时用于绿化，冬季用于地面

冲洗，现有排污口已进行封堵，废水未外排，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四、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间严格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将本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至

最低程度。

五、验收结论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国投甘肃小三峡

发电有限公司大峡水电站机组增容技术改造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执行了国



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以及“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的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验收工作组同意项目通过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

六、后续要求

（1）进一步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2）加强环保设施管理及维护，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严格落实生态

恢复措施。

验收工作组组长：

验收工作组成员：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25日


